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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椲摘要椵 目的椇调查温州地区献血者斔旈斾斾血型人群分布状况棳对斔旈斾斾血型不配合的输血风险进行评估暎方
法椇随机抽取棽棸棻棾灢棸棾棴棽棸棻棾棴棸椆温州地区献血者的血液标本椂椃棽名作为研究对象棳采用微量板法进行斔旈斾斾血
型抗原的鉴定棳再用血清学方法对可疑的斔旈斾斾血型抗原进行确认暎结果椇椂椃棽名献血者中棳斒旊斸和斒旊斺的基因频
率分别为棸灡棿棿棽椄和棸灡椀椀椃棽暎斒旊斸和斒旊斺不配合的机率分别为棸灡棽棻棿棻和棸灡棻椀椃椂暎经氈棽检验棳斔旈斾斾血型的观察
值与期望值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棳斎斸旘斾旟灢斪斿旈旑斺斿旘旂吻合度良好暎结论椇温州地区献血者斔旈斾斾
血型抗原分布具有多态性棳在临床随机输血中斒旊斸和斒旊斺不配合的机率合计为棸灡棾椃棻椃棳应引起高度重视棳以保障
临床输血安全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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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温州市中心血站 棬浙江温州棳棾棽椀棸棽椃棭
棽温州市献血办
通信作者椇陈荣仓棳斉灢旐斸旈旍椇斻旘斻棻棽棽棾椑棻棽椂棶斻旓旐

  斔旈斾斾血型系统抗体在输血中具有重要的意
义棳其红细胞上有棽个常见的抗原椇斒旊斸抗原和斒旊斺
抗原暎免疫原性微弱棳一般对外来抗原免疫能力
强的人才产生抗灢斒旊斸和抗灢斒旊斺暎通常情况下棳由怀
孕或输血致敏后可产生斒旊斸或斒旊斺抗体棳偶尔可引
起中等强度的 斎斈斘暡棻暢棳但在临床上可引起严重的
溶血性输血反应棳特别是严重的迟发性输血反
应暡棽灢棿暢棳因此棳有必要对温州地区献血者 斔旈斾斾血型
抗原分布进行调查棳同时评估在随机输血中 斔旈斾斾
血型不配合引起输血反应的风险棳现将研究结果报
告如下暎
棻 资料与方法
棻棶棻 标本来源

采取整体抽样的原则棳收集温州地区棽棸棻棾灢棸棾

棴棽棸棻棾灢棸椆期间椂椃棽名献血者的血液标本棳年龄
棻椄暙椀椀岁棳且无亲缘关系棳均采用乙二胺四乙酸二
钾棬斉斈斣斄灢斔棽棭抗凝的静脉血棳棿曟保存暎
棻棶棽 试剂和仪器

斕旈旙旙溶液棬批号椇棽棸棻棾棸椃棸棻棭由上海血液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提供椈抗灢斒旊斸试剂血清棬英国 斖旈旍旍旈旔旓旘斿
公司棳批号椇斅斏斅棻棻棸棽斅棭和抗灢斒旊斺试剂血清棬德国
斅旈旓灢斠斸斾公司棳批号椇棽棽棿椂棸椆棻棭均由长春博得生物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暎椆椂 孔 斦 型微量板棬德国
旂旘斿旈旑斿旘斅旈旓灢斠斸斾公司棭由上海鼎国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提供椈斍斸旍旈旍斿旓斘斿旓全自动加样仪棬美国斏旐旐旛斻旓旘
公司棭椈斣斕灢椀灡棸台式平板离心机棬上海市离心机械
研究所棭椈振荡器棬德国 斎斿旚旚旈斻旇公司棭椈斔斄棽棽棸棸台
式离心机棬日本久保田株式会社棭暎
棻棶棾 实验方法
棻棶棾棶棻 微量板法检测 斔旈斾斾血型抗原  通过 斍斸灢
旍旈斿旓斘斿旓全自动加样处理标本和试剂椇将 斉斈斣斄灢

暏椀棾棻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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斔棽抗凝血用斕旈旙旙溶液将每份标本制成棽棩红细胞
悬液棬棿毺旍压积红细胞棲棽棸棸毺旍斕旈旙旙溶液棭棳并将
棽棩红细胞悬液棽棸毺旍加入到椆椂孔 斦形微量板孔
中棳再将抗灢斒旊斸和抗灢斒旊斺试剂血清各棽棸毺旍分别加
入椆椂孔斦形微量板相应孔中棳完成标本和试剂分
配的微量板由传送带自动传出后棳置于震荡器棳轻
微振荡混匀后棳置于棿曟冰箱棾棸暙椂棸旐旈旑棬其间微
量板微振混匀棾次棭后棳把微量板取出棳置于平板离
心机棬棽棸棸棸旘棷旐旈旑棭离心棻旐旈旑棳轻微微振后棳肉眼
观察结果棳发生凝集为有相应的抗原棳反之为无相
应的抗原暎
棻棶棾棶棽 血清学方法对可疑 斔旈斾斾血型抗原的确认
 采用盐水试管法棳取棽支洁净小试管棳分别加入
抗灢斒旊斸血清和抗灢斒旊斺血清各椀棸毺旍棳再加入棽棩受检
者红细胞悬液椀棸毺旍棳混匀棳离心棬棾椀棸棸旘棷旐旈旑棳棻椄
旙棭棳用肉眼观察结果暎用已知的斒斔棬斸棲斺棴棭和斒斔
棬斸棴斺棲棭红细胞棬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棭作
为对照暎

棻棶棿 统计学处理
参照文献暡椀暢进行基因频率计算棳采用氈棽 检验

比较表型分布的期望值与观察值棳来验证是否符合
斎斸旘斾旟灢斪斿旈旑斺斿旘旂平衡法则暎
棻棶椀 斒斔斸暍斒斔斺抗原在随机输血中不配合的机率计
算

根据 斔旈斾斾血型基因频率计算随机输血中
斔旈斾斾抗原不配合的概率暡椂暢暎在随机输血中棳斒旊斸抗
原不配合的机率为斝斸椊斺棽棬棻棴斺棽棭椈斒旊斺抗原不配
合的机率为斝斺椊斸棽棬棻棴斸棽棭暎斒旊斸暍斒旊斺抗原不配合
机率合计斝斸棲斝斺椊棽斸斺棬棻棴斸斺棭棬斸和斺分别代表
斒旊斸暍斒旊斺基因频率棭暎
棽 结果

椂椃棽名献血者斔旈斾斾血型抗原检测棳共检测到棾
种表型椇斒旊棬斸棲斺棴棭暍斒旊棬斸棴斺棲棭和斒旊棬斸棲斺棲棭棳未
检测到斒旊棬斸棴斺棴棭表型暎基因频率为斒旊斺椌斒旊斸暎
经氈棽检验棳斔旈斾斾血型的观察值与期望值之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棳斎斸旘斾旟灢斪斿旈旑斺斿旘旂吻
合度良好棳具体情况见表棻暎

表棻 椂椃棽名献血者斔旈斾斾血型分布和基因频率结果 例棬棩棭
表型 观察值 期望值 氈棽 基因频率

斒旊棬斸棲斺棴棭 棻棾椃棬棸棶棽棸棾椆棭 棻棾棻棶椃椃椆棽棬棸棶棻椆椂棻棭 棸棶棽棸椂椄 斒旊斸椊棸棶棿棿棽椄
斒旊棬斸棴斺棲棭 棽棻棿棬棸棶棾棻椄棿棭 棽棸椄棶椂椀椂棸棬棸棶棾棻棸椀棭 棸棶棻棾椂椆 斒旊斺椊棸棶椀椀椃棽
斒旊棬斸棲斺棲棭 棾棽棻棬棸棶棿椃椃椃棭 棾棾棻棶椀椂棿椄棬棸棶棿椆棾棿棭 棸棶棾棾椂椂
斒旊棬斸棴斺棴棭 棸棬棸棭 棸棬棸棭 棸棶棸棸棸棸 斾旀椊棽
合计 椂椃棽棬棻棸棸棭 椂椃棽棬棻棸棸棭 棸棶椂棸椄棾 椌棸棶棸椀

  在随机输血中棳斒旊斸和斒旊斺血型抗原不配合的
概率棳斒旊斸不配合的机率为棸灡棽棻棿棻棳斒旊斺不配合的
机率为棸灡棻椀椃椂棳斒旊斸暍斒旊斺 不配合的概率合计为
棸灡棾椃棻椃暎抗灢斒旊斸 随 机 输 血 不 配 合 的 概 率 为
椂椄灡棻椂棩棳抗灢斒旊斺 随 机 输 血 不 配 合 的 概 率 为

椃椆灡椂棻棩暎
棾 讨论

人类红细胞 斄斅斚 血型被发现至今已棻棸棸多
年棳被发现的人类红细胞血型系统已达棾棸个棳但其
血型抗原仅棾棸棸种暡椃暢棳其中包括一些少见或罕见的
稀有血型棶斔旈斾斾血型系统棬斏斢斅斣棳棸棸椆棭包括棾种血
型抗原棳分别是斒旊斸棬斒旊棻棭暍斒旊斺棬斒旊棽棭和斒旊棾棬斒旊棾棭棳存
在棿种不同的表型椇斒旊棬斸棲斺棴棭暍斒旊棬斸棴斺棲棭暍斒旊棬斸
棲斺棲棭和斒旊棬斸棴斺棴棭暎其中斒旊棬斸棴斺棴棭表型是
斝旈旑旊斿旘旚旓旑等于棻椆椀椆年首先在菲律宾人中报道的棳
是由遗传同型的隐性对偶基因形成棳斒斔棬斸棴斺棴棭表
型的人没有斒旊斸暍斒旊斺和斒旊棾抗原棳随后棳研究显示
罕见斒旊棬斸棴斺棴棭表型分布频率存在种族和人群的
差异棳国外大量研究显示棳在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
人群中棳分布频率高达棸灡棻棩暙棻灡棿棩暡椄暢棳而欧洲人
群中棳该表型的分布频率极低棳在芬兰人群中为

棸灡棸棾棩暡椄暢暎在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群的血清学调
查中棳发现其频率可能很低棳或低于万分之一至数
万分之一暡椄棴棻棿暢暎

在不同种族中棳斔旈斾斾血型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棳
一般在西方人群中斒旊斸椌斒旊斺棬分别为棸灡椀棸棿椆暙
棸灡椃棿棽椂和棸灡棽椀椃棿暙棸灡棿椆椀棻棭棳在东方人群中则斒旊斺
椌斒旊斸棬分别为棸灡椀棸棻棸暙棸灡椂椄椆椃 和 棸灡棾棻棸棾暙
棸灡棿椆椆棸棭暡棻椀暢暎我们用抗灢斒旊斸和抗灢斒旊斺试剂血清试剂
分别对椂椃棽名血清斄斅斚血型不同的献血者的标本
进行检测棳结果显示温州地区献血者斔旈斾斾血型表型
分布 为斒旊棬斸棲斺棲棭棬棿椃灡椃椃棩棭椌斒旊棬斸棴斺棲棭
棬棾棻灡椄棿棩棭椌斒旊棬斸棲斺棴棭棬棽棸灡棾椆棩棭棳但未发现斒旊棬斸棴
斺棴棭表型棳只是由于本次调查对象数量少棳并不代表
温州地区献血者无斒旊棬斸棴斺棴棭表型存在棳基因频率
斒旊斺椊棸灡椀椀椃棽椌斒旊斸椊棸灡棿棿棽椄棳符合东方人群斔旈斾斾血
型基因频率的分布规律暎温州地区献血者 斔旈斾斾血
型的观察值与期望值之间的吻合度棳经 斎斸旘斾旟灢
斪斿旈斺斿旘旂吻合度检验验证棳氈棽椊棸灡椂棸椄棾棳 椌棸灡棸椀棳
斔旈斾斾血型分布状况及基因频率相对稳定棳符合 斎斸旘灢
斾旟灢斪斿旈斺斿旘旂群体遗传平衡法则暎与我国部份地区人
群相比较棳温州地区与柳州地区棬斒旊斸椊棸灡棿椂椃椀暍斒旊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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椊棸灡椀棾棽椀棭暡棻椂暢暍四川地 区棬斒旊斸椊棸灡棿椀棿椂暍斒旊斺椊
棸灡椀棿椀棿棭暡棻椃暢和 上 海 地 区 棬斒旊斸椊棸灡棿椃椄棻暍斒旊斺椊
棸灡椀棽棻椆棭暡棻椄暢和 成 都 地 区 棬斒旊斸椊棸灡棿棿棽椄暍斒旊斺椊
棸灡椀椀椃棽棭暡棻椆暢斒旊斸暍斒旊斺抗原基因频率比较接近棳与浙江
地区棬斒旊斸椊棸灡棿椆棸棽暍斒旊斺椊棸灡椀棸椆椄棭暡棽棸暢暍广东深圳棬斒旊斸
椊棸灡棿棻棿棻暍斒旊斺椊棸灡椀椄椀椆棭暡棻椀暢和宁波地区棬斒旊斸椊
棸灡椀棸棽棸暍斒旊斺椊棸灡棿椆椄棸棭暡棽棻暢比较差距较大棳调查研究
表明斔旈斾斾血型系统基因频率存在多态性分布棳具有
在不同的人群暍不同的地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暎

值得重视的是棳斒斔抗体的产生不只是由于斒旊
棬斸棴斺棴棭棳斒旊棬斸棲斺棴棭和斒旊棬斸棴斺棲棭同样可产生相
对应的抗体棳斒旊棬斸棲斺棴棭可产生抗斒旊斺抗体棳斒旊
棬斸棴斺棲棭可产生抗斒旊斸抗体暡棽棽暢暎与大多数血型抗
体不同棳抗灢斒旊斸暍抗灢斒旊斺在活体内产生后很快会消
失的特性棳经输血免疫后鉴定出的强抗体棳可能在
数周或数月后难以鉴定棳这些都是 斔旈斾斾血型抗体
具有临床意义的原因暡棽棾暢暎根据本次的调查结果棳估
计在随机输血中斒旊斸和斒旊斺抗原之间不配合输血
的风险可能性为棾椃灡棻椃棩暎一旦产生抗体棳对于抗灢
斒旊斸来说棳随机输血不配合的可能性为椂椄灡棻椂棩棳即
斒旊棬斸棲斺棴棭和斒旊棬斸棲斺棲棭的表型频率之和暎同理棳
对于抗棴斒旊斺来说棳随机输血不配合的可能性为
椃椆灡椂棻棩棳即斒旊棬斸棴斺棲棭和斒旊棬斸棲斺棲棭的表型频率
之和暎因此棳对有输血史或妊娠史的患者必需进行
抗体筛查棳怀疑为斔旈斾斾血型系统抗体时棳实验室可
以通过加入新鲜血清提高补体的浓度棳以及使用盐
水介质法暍快速聚凝胺法或者卡式配血法的同时棳
结合酶法以及经典的抗球蛋白法棳多种配血方法的
联合使用棳来检测此类抗体棳防止抗灢斒旊斸和抗灢斒旊斺
漏检棳来保障临床输血安全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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